
记者手记

不论严寒酷暑，每天守摊十几小时
永报姐妹花记者体验修鞋师傅的工作

修鞋30多年，收入曾让人羡慕

14 点 10 分，记者来到解放广场旁边小巷子里

的修鞋摊，几个大遮阳棚下坐着三四个修鞋师傅，最

外面的一摊便是胡伟强的修鞋摊。此刻，他正开着

风扇，躺在躺椅上休息。见到有人走来，胡伟强试探

性地问了句：“修鞋吗？”

得知记者想体验，胡伟强示意我坐在旁边的竹

椅上。

他和妻子邱凤娇已经修了 30 多年的鞋子。20

年前，修鞋摊集中到这里后，他们也搬到了这里。天

太热，妻子回去午睡还没有回来。说话间，邱凤娇骑

着一辆自行车回到了修鞋摊。

胡伟强今年 59 岁，邱凤娇 55 岁。胡伟强的父

母也是修鞋师傅，两人修鞋的手艺就是从父母那里

学来的。

当年，邱凤娇在五金电镀厂上班，胡伟强是一名

黄包车车夫。婆婆让她跟着自己学修鞋，也出去摆

个修鞋摊。才 20 多岁的邱凤娇总感觉出去摆摊修

鞋会被人看不起，不愿意学修鞋。

26岁那年，她陪婆婆出去摆摊，一下午就赚了6

元钱。“当年一下午赚 6 元钱是非常多了，我就辞了

电镀厂的工作，跟着婆婆开始学修鞋了。”邱凤娇说。

为了学修鞋，邱凤娇每天跟着婆婆出去摆摊，站

在一边边看边学。20 多天后，简单的修修补补都会

了。于是，她开始一个人出去摆摊。

第一天，她把摊子摆在老法院对面，害羞的她一

直低着头织毛衣，不敢抬头招揽顾客。下班时间，有

一名男子过来让她补一下鞋底。因为是新手，邱凤

娇不小心把鞋底戳穿了。“那天的情景我这辈子都忘

不了，那个人安慰我说新手哪有不犯错误的，还给我

鼓劲。”邱凤娇说。

后来，胡伟强因为拉黄包车，引起腰椎间盘突

出，便和邱凤娇一起摆摊修鞋。

38度高温下修鞋，汗流不止

这些年来，胡伟强和妻子每天早上 7 点多就

会从农贸市场附近的家中，骑着三轮车来出摊。

不管生意怎么样，直到晚上 6 点多才收摊。中午，

两人就用带来的电饭锅煮点米饭，菜是早上就烧

好的。这几天由于连续高温，胡伟强担心中暑，中

午都会回家休息一两个小时再出来。

记者环顾这个十余平方米的修鞋摊，一辆三

轮车占据了大半个空间，一架老式补鞋机、几张矮

木竹凳子、一个装有大大小小皮钉等修鞋工具的

木箱子，就是胡伟强夫妻俩修鞋摊的全部家当了，

地上并没有顾客放在这里等着修的鞋子。“夏天的

生意不如冬天，基本都是凉鞋的一些小问题。冬

天的生意好，放在这里修的鞋子也较多，但冬天干

活戴手套不方便，常常手被冻得开裂了。”胡伟强

说。

“帮我看下这双鞋，掉了个扣子。”说话的是陈

先生。陈先生脱下脚上的拖鞋递给胡伟强。1 分

钟不到，胡伟强便给拖鞋换上了一个新的扣子。

陈先生说，自己的这双拖鞋质量很好，扣子掉了

后，穿着不舒服，但丢了又舍不得。他住在经济开

发区夏溪村，家附近没有修鞋摊，特意骑着电瓶车

来这里修。

刚修完拖鞋，又有一位顾客拎着一双高跟鞋

过来：“鞋子后跟的橡胶垫磨坏了，帮我换一下

吧。”胡伟强和邱凤娇一人接过一只高跟鞋。他们

先把磨坏了的橡胶垫拔了出来，再找了一个大小

差不多的橡胶垫，垫进去后用磨光机打磨，最后用

胶水固定住。整个过程也只用了 6 分钟左右，但

在 38 度的高温下，他们额头上的汗止不住地流了

下来。

记者体验修鞋子，耐心细心最重要

记者表示也想尝试一下修鞋子，胡伟强拎了

一只拖鞋过来：“这只鞋子有点开胶了，你给它缝

一下吧，这个比较简单。”记者也围上了围裙，将鞋

子放在腿上，准备好好学习修鞋技术。

在胡师傅的指导下，记者先用梭子刺穿鞋子，

由于鞋子表面的牛皮很有韧性，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刺穿。随后，将尼龙线绕个圈钩在梭子上，再用

力将梭子拉出来。

“原来是这样，也不难啊。”记者感叹道，就继

续修下去。修完后才发现节点与节点距离不一，

线也不直。胡伟强笑着说，修鞋这个行当看起来

很简单，其实并不容易。修的时候手必须要稳，做

的活一定要细，干这门手艺，都是在明面上，顾客

能看得见，做不了假。比如涂胶水的时候，一定要

很小心，不小心把胶水粘在鞋子表面上的话，会影

响鞋子的美感，顾客也会不高兴。

说起修鞋这项工作，胡伟强有些失落，他说：

“现在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恐怕以后这个

职业会消失的。”

一天下来虽然觉得很累，胡伟强看到来修补

的人们满意而去，就打心里高兴。他总说：“修鞋

不是啥大工作，但是能帮助别人，也快乐了自己。”

在商品匮乏的年代，即使是一双布鞋坏了，人们也总会修补几次，穿上三五年才舍得丢掉。也正因为

如此，那个年代修鞋匠遍布街头巷尾，成为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虽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鞋子出了一些问题时又舍不得扔掉，这些

修鞋摊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从事这些老手艺的大多是老年人，很少再有年轻人愿意学这门手艺。随

着时代进步与手艺人的年龄增长，那些曾经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手艺”，也将会慢慢淡出人们

的视线，但人们希望这消失的进程来得慢些，因为市民们还是需要拾遗补缺的行当。临走时，胡伟强告诉

记者，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行业上干多久，但只要他还干一天，就会用心帮顾客修好鞋子。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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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凯璐 杨成栋

胡伟强指导记者修鞋

趁着间隙，胡伟强躺在椅子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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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磨破，拉链坏了，
鞋子脱线⋯⋯这样的小麻
烦常常困扰市民。鞋子扔
掉 舍 不 得 ，不 修 好 又 不 能
穿，怎么办？找修鞋师傅，
他们总能三两下就解决我
们的麻烦。

在解放广场边的一条
小 巷 子 里 ，有 六 七 家 修 鞋
摊，这是我市修鞋师傅比较
集中的地方。近日，记者就
去体验了一把修鞋师傅的
艰辛。

房源信息
求购厂房

1620，6000㎡-10000㎡，

13858945558,673558

出 租
1647 城西物流旁店面及

厂房 3000㎡出租，电话：

楼总13858917766

未建房转让
1669 大坟山沿物流旁 4

间，可分割634636

套房转让
1714 永康市西城胜利路

87号，39㎡，104㎡，330㎡
三套房源转让，地段好学

区 房 ，可 出 租 办 公

13858907912翁

高层写字楼出租
1754 人民医院旁，电话

13806770986，673986

套房急转
1761 金水湾复式，电话：

15058650525，560525

套房转让
1766 金都华城 3 幢 15 层

144㎡位置好转让138067

74698，13758983568

南苑东路店面出租
1781 南苑东路 39 号 41

号 4 间店面 1-5 层出租，

13605896733，1360589

7600，13588617916

荆山夏未建房转让
1790 物流中心对面，523340，

13967915340，523466

东塔路店面转让
1791，1间18757906278

店面厂房仓库出租
1792 高镇水厂隔壁 4 间

框架150㎡13566754318

桐琴店面转让
1797永武线旁18267984818

芝英厂房出租
1800二期4300㎡厂房出租

交通便利18257072637

西山花苑别墅转让
1807 三层 325㎡带花园，

位置好13857935353

下里溪厂房出租
1811，2-3层2500㎡687111

城西路店面急转
1819，1-2 间 13306796348

声 明
1795 徐珊珊遗失残疾证
33072219880818822952

声明作废。

声 明
1796 永康市竹溪果菜专

业合作社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浙税联字：

33078458035447X 声明

作废。

声 明
1796 永康市竹溪果菜专

业合作社遗失有效期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 、副 本），代 码 号

58035447-X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1799 永 康 市 洁 利 来 工

贸有限公司遗失永康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5

年 11 月 4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784739906062A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洁利来工贸有限

公司

2016年8月2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1801 永康市西城爱就吃

小吃店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5年10月

2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2131919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西城爱就吃小吃店

2016年8月2日

声 明
1814 蒋保根、赵秀英夫

妇遗失孩子蒋颜竹 2003

年 6 月 18 日出生医学证

明（正页），出生证号为

D330332375声明作废。

声 明
1808朱淑慧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浙税联字：
3307221978092182297B

声明作废。


